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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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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

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

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

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

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

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

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

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

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

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

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

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

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

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

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

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

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

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

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

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

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

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

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

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

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

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

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

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

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

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

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

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

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

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

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

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

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

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

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

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

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

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

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

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

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

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

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

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

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

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

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

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

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

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

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

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

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

加强。

    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

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

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

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

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

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

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

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

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

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

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

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

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

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

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

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

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

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

是经常注意要克服中共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

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

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

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

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

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

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

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

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

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

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

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

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

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

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

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

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

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

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

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

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

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

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

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

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

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

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

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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